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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观澜》

前言

中国乃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有着悠久而绵延不断的思想文化传统，又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丰
富多彩的历史遗产，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宝贵财富。北京故宫乃明清两代皇宫。明清两朝称为紫禁城
，1121年始称作故宫。北京故宫筹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十八年(1420)建成。明清两代曾多次修葺、
重建、增建和改建。整个故宫占地有72万平方米，建筑现存980余座，房屋8700多间，建筑面积15万平
方米，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11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故宫建筑布局总体为体现封建皇权至高无上
的地位，依“宫城居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及“三朝”、“五门”和“前朝后寝”的古制，南北
为中轴，严格对称，节奏等差既富阳刚之气，又具阴柔之美。其中太和殿是举行大典之地，为故宫最
壮观的建筑，也是中国最大的木构殿堂。1911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清王朝退位，据当时对清
室优待条件，逊帝溥仪仍暂居紫禁城后部“内廷”。前部“外朝”于1914年将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
庄的文物移来，成立古物陈列所。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同时成立了“
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室财产及处理善后事宜。1121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制定并
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临时董事会，同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1131年“九一
八”事变后，日寇侵略危及华北。1131年，故宫博物院为保护文物安全，决定择其精要装箱南迁，并
在南京建库房，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检选文物、图书、档案分批运至上海、南京，最后历尽艰
辛辗转四川，分储巴县、乐山、峨嵋等地。1945年抗战胜利，北平收复，部分南迁文物运回。1948年
底，随国内战局发展，国民政府令故宫博物院挑选贵重文物以军舰转运台湾。一起运台的还有中央博
物院筹备处文物及其他单位文物。文物运台后，先存台中，至1965年，在台北建成新馆。《“国立”
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规程》出台，规定设置“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由故宫
博物院保管使用，将来国家统一后，迁台文物仍交回原博物院。1161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
开幕。1149年以后，北京故宫博物院对故宫文物重新进行了整理编号，总数近百万件，成为中国文物
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所藏文物来源之一为清代宫中历史文物和奇珍异宝；来源之二为中国历代文化
艺术作品。故宫博物院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大宝库，展览陈列有宫廷史迹原状陈列及历代艺术陈列
，除经常轮换展出院藏文物外，故宫博物院还举办各种临时特别展览，以及将院藏文物组成各种专题
到国内外展出。故宫博物院自建院开放以来，观众人数逐年增加，至1181年，年观众量超过1000万人
次。故宫在清点整理藏品的基础上，即编辑、印刷院藏文物图录及图书档案资料，出版定期刊物。如
《故宫周刊》、《故宫旬刊》、《史料旬刊》等。1949年以后，北京故宫编辑出版大型图录、集册，
如《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名画集》、《故宫博物院藏历代法书选集》、《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故
宫博物院藏工艺美术品》、《紫禁城宫殿》、《国宝》、《清代宫廷生活》等；出版刊物《故宫博物
院院刊》、《故宫学刊》、《紫禁城》。1181年成立紫禁城出版社，专门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台北故
宫也出版有《中华五千年文明集刊》、《国之重宝》、《惠风和畅》、《文物光华》、《故宫宝藏》
、《元四大家》、《唐寅的研究》、《山水画皴法点苔之研究》、《清代通鉴长编》等书籍，并影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此外有《故宫文物月刊》和《故宫学术季刊》等。今有吾文博、新闻界同仁撰
著长篇纪实((故宫观澜))，计四十章，上、中、下三篇，融会侧重、索源内涵、究其演变；将故宫巍
峨建筑、历代荟萃国宝、博物院两地风雨历程娓娓道来。一卷在手，千载珍奇、百岁宫廷尽收眼底。
两位作者一老一少，老当益壮与年富力强相得益彰，故他们的合作使得本书既能由浅入深又可深入浅
出。相信可以给广大朋友带来读书的乐趣。北京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论及故宫博物院，说她“是依
托故宫(紫禁城)建立的，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同时也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
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并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
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这一特殊地位，使故宫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文明的象征”《光明日报
》2005年1月14日)。台北故宫博物院石守谦院长2004年指出，“明年是故宫80周年的大庆，大家的感觉
都是非常特殊的，两岸的心情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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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观澜》

内容概要

《故宫观澜》试图较全面系统、又有侧重地展现两岸故宫的历史、文化、艺术内涵，既是那样曲折、
丰富、斑斓；又在中华文化的大层面上，显得那样和谐、辉煌、自然。故而，该书上、中、下三篇：
既记述故宫代表性建筑、典章制度与重大历史事件，又索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与蕴涵；既记述
故宫荟萃之文物、艺术珍品与文化遗存，又索源于文化精神与艺术发展演变历程；既记述故宫博物院
诞生、国宝大迁徙的无比艰辛与现今的保护发展，又索源于思想文化根基、民族精神与和平进步愿望
。全书更以《孟子·尽心上》“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文心雕龙·序志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所示之意，谨定其名为《故宫观澜》。这也是“大文物观念”与理性
文化思想融会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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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观澜》

书籍目录

序上篇 巍巍紫禁城  一、明清帝宫五百年    明成祖建帝都    内城与皇城    走进紫禁城    皇权的象征  二、
紫禁城巍城四门    宫阙第一门    血战东华门    嘉庆遇刺玄武门  三、外朝一门三大殿    以和谐为理念    
皇城至尊太和殿    保和殿上选贤才  四、太和殿顺治亲政    帝位由天而降    多事之秋甲申年    开国少年
天子    行儒教入禅宗    英年早逝留谜案  五、乾清门御门听政    康熙御门听政之仪    雍正帝务实治国    
乾隆帝整肃吏治  六、内廷重地乾清官    乾清宫明清两重天    “正大光明”匾背后    尊老敬老千叟宴  七
、交泰殿上立铁牌    明太监干政亡国    清帝以明朝为鉴  八、坤宁宫内迎皇后    张开大网选秀女    皇帝
大婚行六礼    同治与光绪大婚    紫禁城内的后妃  九、上书房皇子读书    福临幼年难读书    康熙帝严于
教子    雍正为皇子立规    同治帝不爱读书    溥仪有了洋师傅  十、两大典与文渊阁    煌煌巨著《永乐大
典》    乾隆修建文渊阁    《四库全书》受关注    武英殿与修书处  十一、紫禁宫积重难返    乾隆晚年种
祸根    嘉庆帝难挽颓势  十二、成丰走上不归路    道光选错接班人    成丰即位临难题    外敌当前离京城   
避暑山庄的岁月  十三、养心殿垂帘听政    发动政变揽朝纲    为专权清除障碍    只有劣迹无政绩    两太
后功罪分明  十四、宗教理念与礼仪    清宫崇尚萨满教    尊喇嘛教为“国教”    祀典活动包罗万象    音
乐卤簿仪驾    融民俗节庆同乐  十五、清宫生活面面观    穿什么怎么穿    吃什么怎么吃    女为悦己者容   
唱戏听戏戏台    内宫生活琐记中篇 溯源观国宝  十六、清帝与国宝    编纂汉文经典    广罗名贤书画  十
七、青铜重宝    商周青铜器与铭文    古代青铜之种类    铜镜文化照千秋    华严钟与宣德炉    青铜器传奇 
十八、瓷器王国    古代名窑之分布    制瓷中心景德镇    异军突起唐三彩    稀世珍品汝窑瓷    人间瑰宝青
花瓷    精美绝伦彩绘瓷    陶瓷奇葩紫砂器  十九、中国神玉    从实用转化为神器    走下神坛以玉比德    
在沉浮中发展    乾隆时达到最高峰    北京、台北收藏的玉器珍品  二十、书画同源    书画表现形相异    
书画艺术共相通    诗书画印为一体  二十一、江山入画    众说《清明上河图》    一幅名画居两岸    长卷
《千里江山图》    长卷《盛世滋生图》    重金购得《夜宴图》    几经沉浮《游春图》    存世珍品《人物
册》  二十二、文士丹青    皇帝中也有画家    一生清贫画墨梅    文人学士泛爱竹    历代文人喜雅聚    桃
花坞内酒不醒    神秘《金山胜迹图》    外籍画家朗士宁    一岁之首画吉祥  二十三、书坛漫览    碑与帖   
《兰亭序》及临摹大师    三王与“三希”    书法大家与《千字文》    大唐书法揽胜    “四大家”    清代
之碑帖交流  二十四、清官图书    《天禄琳琅》之贮书    美轮美奂刻版书    清代殿本书  二十五、文房四
宝    笔为文房四宝之首    古墨佳品犹飘香    书画之妙在宣纸    文人名士皆宝砚  二十六、精美织绣    历
史悠久话丝绸    丰富多彩丝织品    丝织物印染工艺    中国的四大名绣    织绣精品彩缤纷  二十七、多彩
漆器    6000年的流辉    千文万华漆珍品    高峰时期运巧思  二十八、雕刻工艺    竹刻竹雕领风雅    木雕艺
术应用广    小巧精奇象牙雕    犀角雕刻的奇珍    以小见大之核雕  二十九、古物拾锦    明清宫廷家具    
中国古琴圣韵    清宫钟表显风华    鼻烟壶斗珍夺贵下篇 风雨博物院  三十、祈盼国家博物馆    侵略军与
“探险家”    清帝退位改共和    袁世凯复辟称帝    保皇势力又复燃    宫中文物被窃焚  三十一、溥仪痛
别紫禁城    冯玉祥北京政变    驱逐溥仪出宫始末  三十二、善委会与大点查    清宫善后委员会成立    北
京大学功不可没    顶着压力大点查    火灾现场人叹惜  三十三、故宫博物院诞生    严点查紧筹备    故宫
博物院诞生  三十四、坎坷路上求生存    重压令下奋抗争    易培基主持博物院    石破天惊“废除案”  三
十五、短暂的安定时期    专家云集三馆并进    出版繁荣鼎盛象征    完整故宫保管案  三十六、故宫文物
大转移    文物南迁引争议    精心运作对国人    易培基被诬愤辞职    万箱珍宝去上海    石鼓也成沪上客  
三十七、远涉重洋去英伦    筹备中国艺术展    飘洋过海去英国    中国艺术获成功    外国参展的中国古物
   存沪文物转南京  三十八、为避国难大流亡    南迁文物大疏散    三路文物聚四川    漂泊10年回南京    紫
禁城见证日投降  三十九、海峡两岸两“故宫”    部分文物去台湾    台北成立博物院  四十、故宫上一
片蓝天    无私的文物收藏家主要参考书（篇）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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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观澜》

章节摘录

插图：永和宫曾名永安宫。康熙帝玄烨的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在此宫生雍正帝胤稹。乌雅氏生过3男3
女，在清代后宫中罕见。康熙帝谢世时，她痛不欲生，胤稹要给她上尊号，举行盛典，她一口回绝，
不久去世。道光帝的孝静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成丰帝的丽贵人、斑贵人和鑫常在，光绪帝的瑾妃，也
先后住此宫。瑾妃表面又笨又傻，其实善于韬光养晦，慈禧死后，宣统帝尊她为太贵妃，她处处仿照
慈禧，专横跋扈，1924年病死，终年51岁。钟粹宫曾名咸阳宫。咸丰帝奕宁幼时随母住在这里，后来
慈安太后住此宫，并于光绪七年(1881)在该宫去世。光绪帝载湉的皇后叶赫那拉氏(隆裕太后)曾住此宫
，溥仪入宫之初在此暂住，由隆裕太后照顾。景阳宫曾名长阳宫。明神宗朱翊钧的王恭妃，在这里生
光宗朱常洛，后她死于此宫，清代改为图书馆。东六宫以北是北五所，有如意馆、寿药房、古薰房，
以及内廷太监办公处四执库和敬事房。据说，珍妃“投井”前，就幽禁在北五所3年。北五所后面的
东铁门，通往神武门。再说西路的建筑。进午门，向西穿过熙和门，为午门西侧的灯库、木库。向北
跨过金水河，入武英门及武英殿，规制与东路的文华殿相似，也是一个学术场所。明代，皇帝有时在
武英殿召见大臣，有时在此斋居。李白成曾在此殿称帝。康熙年间，在此开馆编书。乾隆年间，在武
英殿编刊印刷书籍，称作殿本。武英殿西有尚衣监与宝蕴楼。尚衣监曾为皇子住处。宝蕴楼原名为成
安宫，康熙时，囚禁过废太子允礽。后因毁于火，民国时改建，贮藏文物。南有南薰殿，藏历朝帝后
、圣贤画像。武英殿北是机构庞大的内务府，总管内务府的大臣都是皇族亲贵，由皇帝任命，权势很
大。内务府北边，西为慈宁花园，是慈宁宫的附属建筑；东为造办处，隶属内务府。造办处工作繁杂
，掌管许多技艺高超的匠人，大者能建房，制作家具，小者能制作各种工艺品。造办处以北就属于内
廷范围了，分西路与外西路。外西路有供太皇太后、皇太后、太妃们住的慈宁宫、寿康宫和寿安宫，
形成一片建筑群。住在这里的太皇太后、皇太后，若有儿孙还在执政，日子就过得充实。儿孙们差不
多天天都来给老太太问安，亲王福晋、诰命夫人们，要按规定轮流来陪老太太说话。逢元旦、冬至与
太皇太后、皇太后生日，以及给老太太上尊号、册立后妃等，慈宁宫都举行盛大典礼。公主定婚、出
嫁，老太太要在慈宁宫宴请驸马(清称额驸)的母亲及有身份的女眷。清代，每年正月十六，老太太在
慈宁宫宴请外藩公主、郡主，以及蒙古王公的夫人，由皇后、妃嫔及诸王、贝勒、贝子、满族一二品
大员的女眷作陪。慈宁、寿康、寿安诸宫，与其他寝宫显著不同的是，这里佛堂多。但不是所有的先
皇遗孀都有这样的福分。2000多年前，汉代废止了古已有之的后妃殉葬制，明代则死灰复燃。诏令建
筑紫禁城的明成祖，就有16名妃嫔殉葬，为明仁宗朱高炽殉葬的有5名妃嫔，为明宣宗朱瞻基殉葬的妃
嫔有10人。到朱瞻基的儿子英宗朱祁镇时，才下令废止。清初，殉葬之风再起，为顺治福临殉葬的不
仅有妃嫔，还有侍卫。后来康熙帝玄烨又下令废止。多数殉葬的妃嫔，是被勒死的。康熙帝曾在慈宁
宫东侧，为孝庄太皇太后建了一座寝宫，可孝庄去世后，又把这座寝宫拆运到清东陵去，于孝庄墓旁
按原样建起来。寿安宫以北的英华殿，原名隆禧殿，明代供奉佛像，清代又筑碑刻石，推崇黄教(藏传
佛教的一支)。英华殿西边，有御膳房、城隍庙。东边的一片院落，有雨花阁、广生楼、怡静轩、碧琳
馆、延春阁、古云楼，建福宫等，占地约4万平方米。英华殿庭院后门，往东通神武门。

Page 5



《故宫观澜》

后记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只有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延续一贯而从未中
断。而我国丰富众多的文物与文化遗存，即是最真实可靠的见证。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则更显
出“那种渗透期间的至今让人感动不已的典守国宝的精神气儿”。然而，就在我们记忆犹新的上个世
纪，故宫从中国漫长帝制时代的至尊中心，变成人们可以自由出入、观览评说的博物院。这其中太多
的丰富、精彩、沉重与沧桑，一直让我们数十年来的倾心与关注有赠无减。从相遇宫中遗老而满怀神
秘与兴致地探听遗闻，到尽可能全面地收罗汇集关于故宫的回忆、报道、论说、研究；从对北京故宫
的不断了解，延及台北故宫的逐步探寻；特别是从新世纪之初，我们有幸获得台北中国集文会总干事
沈映冬教授惠赠台北故宫的有关珍贵资料后，这种倾心与关注，即转变成《故宫观澜》一书的具体构
想。在撰述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试图较全面系统、又有侧重地展现两岸故宫的历史、文化、艺术内
涵，既是那样曲折、丰富、斑斓；又在中华文化的大层面上，显得那样和谐、辉煌、自然。故而，该
书上、中、下三篇：既记述故宫代表性建筑、典章制度与重大历史事件，又索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主流与蕴涵；既记述故宫荟萃之文物、艺术珍品与文化遗存，又索源于文化精神与艺术发展演变历程
；既记述故宫博物院诞生、国宝大迁徙的无比艰辛与现今的保护发展，又索源于思想文化根基、民族
精神与和平进步愿望。全书更以《孟子·尽心上》“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文心雕龙·序志》“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所示之意，谨定其名为《故宫观澜》。这也是“
大文物观念”与理性文化思想融会的一次尝试。在编著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现在人们紧张工作之余
，亦想有几多轻松与休闲。因此，《故宫观澜》全书在力求多层面、多视角、较系统全面介绍故宫的
基础上，努力做到史与事、物与人、源与流、点与面、静与动的有机结合，使每个具体章节“量体裁
衣”，短些、精粹些；有全些、充实些，自成“小整体”；并通过一次次的果断删节与精选，将有些
浩繁的三卷本篇幅，一步步浓缩成为在手可握的一整册。上述构想和体会，我们虽尽可能在著述过程
中认同落实，可面对故宫这样无比丰富又深邃的题材，却又实在感到力不从心。所幸中国社科院胡振
宇先生、紫禁城出版社徐小燕编辑“雪中送炭”，在鼓励、帮助的同时，更让我们得到故宫博物院丁
孟、董健丽、赵桂玲、傅红展、朱赛虹、赵丽宏、殷安妮、胡德生、林小安、梁金生、白建新等诸多
专家的悉心指点；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先生也给予了不可或缺的援助。同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王亚民先生、副社长章宏伟先生，以其宽广、开放的胸襟与气度，在百忙中多次亲
自过问，关心书稿的编辑出版，犹让人感动不已。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故宫观澜》的成书过程，
有幸获得孔老德成先生的题辞，张岂之先生的赐序，爱新觉罗·启骧先生题写书名，让我们备感亲切
、希望、信念与鼓励。而对一直关注书稿出版的沈映冬老先生、梁新云先生和其他师友，我们也必须
致以由衷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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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观澜》

编辑推荐

《故宫观澜》为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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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观澜》

精彩短评

1、宏观，大气。。但是对于我这种历史知识非常匮乏的人来说，历史故事再丰富点就好了
2、前半段是各个宫殿的历史掌故，如现在的字画馆——武英殿，还是李自成匆匆称帝的宫殿，第二
天就逃遁了。下半篇是文物掌故，标价才30，便宜得有点过分⋯⋯
3、刚从北京回来 读故宫的书补补历史知识 不错
4、黑白的图片多少有点打折扣
5、介绍故宫非常详细
6、对爱好这方面的人来说，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7、曾买过《王刚带你游故宫》这本书，由于其中讲述的都是经过挑选的地方和事件，内容不是太齐
全，看完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买了这本《故宫观澜》。拿到这本书后，并没有像以前一样急不
可待地翻阅，而是有时间时静坐下来慢慢地看，看得久了，越看越有味道，像看一本历史书，像看一
本故宫导游介绍，又像看一本图文并茂的故事书。内容极其丰富、阐述详尽，看后明显有增长见识的
收获感。稍感遗憾的是：1、插图全为黑白，有的看不清，有些图片的那种色彩冲击无法体现出来；2
、字偏小，轮到我爸看时，一直不停地抱怨，说字小看起来眼累。不过，我仍很喜欢！
8、书介绍的挺全面，带到讲解处同事又让给买一本呢
9、很厚的一本书，内容好多，够看一阵子了，推荐~
10、一部在整合了有关故宫的历史建筑宝藏基础上的对中国相关文化艺术历史的清晰勾勒。既丰富又
突出重点，脉络清晰。
11、内容好看又挺耐看，可惜不是彩图。
12、好书，值得推荐啊，
13、阅读此书,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故宫博物院.你对他的认知不再那么肤浅.
14、内容很好，满意
15、这书很好，知识面很广。
16、拿到书，感觉到书好厚，印刷也精美，而且内容丰富，其实不光是讲故宫，更讲了一个历史的流
程，从文化，历史，建筑，书籍，等等，甚至还有故宫文物在抗战时的故事，很丰富！
17、内容翔实，分为建筑、珍宝、故宫博物院历史三大部分，就是一部故宫百科，一册在手，万事无
忧。书很厚，定价也不高，物超所值。
18、实在。
19、写的太学术了
20、虽然是黑白相片，可内容的确可供“观澜”。一书在手，如听讲座。
21、故宫就去过一回，太雄伟装光了，但是仅仅自己欣赏有许多不知道的。只晓得中轴线上的建筑都
不简单。通过故宫观澜，我知道了很多关于故宫的典故与建筑讲究。
22、书的厚度很实在，内容也很实在，有很多文物建筑背后的故事，适合需要感性认识故宫的人。
23、发货速度挺快的。。。
24、这哪里是故宫观澜，简直就是中国文物的百科全书！一个字值！两个字真值！三个字太值了！
25、有历史故事，有图片，内容很丰富，了解故宫一个较好的书籍。
26、内容很全呀，喜欢！就是纸张有点粗糙，不过不耽误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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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观澜》

精彩书评

1、了解故宫的好书。前半段是各个宫殿的历史掌故，如现在的字画馆——武英殿，还是李自成败于
清兵后，匆匆称帝的宫殿，第二天就逃遁了。 下半篇是文物掌故，标价才30，便宜得有点过分⋯⋯      

Page 9



《故宫观澜》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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